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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古籍普查拾珍”⑨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用木版雕刻
的佛教大藏经，全藏六千余卷。该藏对
后代汉文版佛教大藏经影响深远，学术
价值很高。但是，到20世纪，这部大藏已
经几乎散佚殆尽，在全世界范围内，据各

收藏单位统计，单卷较为完整者也仅剩
12件，每一件都可谓价值连城。

2007年 10月，山西民间人士向国家
图书馆转让一卷《开宝藏》“大宝积经卷
第一百一十一”，千字文编号“文”。这是

近年入藏国家图书馆最重要的一件古籍
善本，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收入“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

该卷黄麻纸印刷，通长1205.9厘米，
每纸23行，行14字，纸幅长48至 48.5厘
米，纸幅高 29.5 厘米，标准《开宝藏》版
式。全卷书品上佳，墨色均匀，亮如点漆，
字体清晰、轮廓分明，盖为该本的早期印
刷本。可惜的是，通常《开宝藏》卷尾刊有

“大宋开宝××岁奉敕雕造”的字样，而本
件已残，只“岁奉”两字残笔尚可辨认。

本件文献特别处表现在经文的差异
上。通行的《大宝积经》本卷后部，都有
一段五言弥勒菩萨颂，其中一句为：“众
生虽垢重，诸佛不厌舍，愿以大慈悲，度
脱生死海。”而本卷“度脱生死海”一句空
缺，空缺处另雕小字注释：“诸藏皆少一
句。”这是说，《开宝藏》“大宝积经”在四
川写版开雕的时候，各校勘“诸藏”都缺
少这句经文，不得已，雕版时只好保存原
样，并小字标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的现象，一般大藏开雕前，组织者总要到
各处寻访底本，以求大藏的完整和准确，
本卷现象，颇使研究者有更多猜想。查
考早于《开宝藏》的写本资料发现，敦煌
遗书中有两件与本段“弥勒颂”有关，一
段是俄дх00948 号“大宝积经”卷第一
百 一 十 一 ，另 一 段 是 国 家 图 书 馆 藏
BD06634号 2《礼三十五佛文》，两段经文
中的弥勒菩萨颂都缺“度脱生死海”一
句。有学者猜想，这或许说明该经早期
流传到中国来的梵文原本就缺少这一
句，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
合。就刻本文献说，与《开宝藏》有密切
继承关系的《房山石经》辽金刻经、《再刻
高丽藏》《赵城金藏》等诸本，这一句都不
空缺，当是后代雕版时，经过校勘后补上
的了。保存在日本奈良正仓院相当于中
国隋唐时代的写本《圣语藏》，此句亦缺，
被日本僧人用朱笔补写一句，为“哀愍常
摄护”，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写本文献某
些随意的特性。

本件《开宝藏》本“大宝积经”卷第一
百一十一，为研究我国第一部雕版佛教
大藏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具有重
要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

（国家图书馆 李际宁）

国家一级文物《开宝藏》一卷国家一级文物《开宝藏》一卷

当前，中国的域外汉籍研究正方兴

未艾。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金程宇

先生编选之《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可

谓适逢其时、功德无量。

“域外汉籍”涵义较广，其中之一是

指在中国境外刻印或抄写的中国汉文典

籍。在东亚汉字文化圈，汉籍版本除了

在中国境内刊刻抄写的中国本之外，尚

有朝鲜本（高丽本）、和刻本（日本本）、越

南本（安南本）和琉球本（古琉球王国版

本）等多种。和刻本保存了一些中国本

土不传的书籍或版本，是对境内汉籍的

重要补充和参证，直接体现着中日文化

交流的历史实态，对中国有着多方面意

义 ，对 研 究 日 本 文 化 思 想 史 亦 关 系 重

大。清末杨守敬出使日本，广求和书，主

持编刻《古逸丛书》，其功至今犹为人称

道。

金程宇早年即发愿踵武前贤，积多

年之功编成皇皇《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

刊》，汇聚日本刊刻的中国古逸书共 110

种，凡经部 12 种、史部 5 种、子部 34 种、集

部 59 种，又附录相关文本与研究著作 22

种，由凤凰出版社影印出版，著名学者复

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南京大学张伯伟教

授皆作序予以好评。丛刊总 70 册，3 万 8

千余页，是继《古逸丛书》以来国内外规

模最大的同类丛书。全书以金程宇私人

藏书为基础，以日本国会图书馆、国立公

文书馆等公私藏书为补充，精选底本，撰

写解题，历时 10 余年始克编成。丛刊所

收珍稀资料所在多有，是中国古籍的重

要补充，也为收藏、鉴定、研究和刻本提

供了丰富而系统的信息，另有编者所撰

前言、解题（10 万字）及书名、著者索引，

深具学术价值。

许多中国本土已失传或罕见的书籍

版本，赖此丛刊得以广为人知。经部如

《春秋经传集解》，所用五山版系覆宋兴

国军学刊本，杨守敬尝以国内传本相较，

认 为 世 所 存 宋 本《左 传》“ 无 有 善 于 此

者”。覆刻本尚存全帙，今于国内外首次

影印，可窥兴国军学本原貌。又如《标题

注 疏 小 学 集 成》，元 何 士 信 辑 ，十 卷 ，五

册 ，日 本 万 治 元 年（1658）覆 朝 鲜 刻 本 。

此书为元人所辑有关小学注疏之作，国

内 国 家 图 书 馆 存 元 刻 残 本 三 卷（八 至

十），香 港 存 四 卷（四 至 五 、九 至 十），总

合仍阙五卷，得此本始睹全豹。史部如

《历代帝王编年互见之图》一卷，宋马仲

虎撰，带有综合年表性质，开同类书籍之

先河。是书宋版未见，仅存日本永和二

年（1376）刊 本 及 宽 永 六 年（1629）覆 刻

本，皆极为罕见，今据丛刊而尽览。至若

《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采用日本汉学

权威内藤湖南手批元禄本，则读者于阅

览原书之时，又得参照内藤批语，弥足珍

贵。

全书中子部与集部文献最多。释家

类收录和刻佛教文献达 17 种之多，成为

一大特色。目前佛教文献汇录最全、流

传 最 广 者 乃 日 本 近 代 所 编《大 正 藏》和

《续藏经》，本丛刊所收，部分为此二藏所

据之底本，对研读整理诸书大有裨益，部

分 语 录 优 于 二 藏 所 据 本 ，犹 能 拾 遗 补

缺。更有二藏未收者，如宋释惟清《灵源

和尚笔语》1 卷，相关文献仅《续藏经》之

《续古尊宿语要》有《灵源清禅师语要》1

卷，远不及本书内容丰富。丛刊所收系

静嘉堂文库藏五山版，据椎名宏雄《宋元

版禅籍之研究》考察，此本为 1342 年覆宋

版。书中所载惟清与程颐、陈瓘、徐俯等

讨论禅宗教义书简 80 余通，对研究北宋

士大夫与佛教关系颇为重要，致文字禅

倡导者惠洪书信 3 通尤觉珍贵，《全宋文》

皆未录。丛刊所收集部书籍多达 59 种，

超过全书一半，就中尤多本邦不传之书，

值得重点关注。如五山版《五百家注音

辨唐柳先生集》，南宋魏仲举辑，足本，比

通行本多出蔡梦弼注 200 余则。因极罕

见，国内学者多不知有此本存世。丛刊

选宋人别集 18 种，多为国内首次刊布，蔚

为大观。如宋释大观《物初剩语》25 卷，

中国久佚，《全宋诗》、《全宋文》仅各录其

诗 1 卷、文 2 卷。巍然完帙一朝得见，文

史价值之高自不待言。所收元明清人别

集 14 种，珍稀文本亦多。如元初庐山东

林寺僧道惠《庐山外集》，凡 4 卷，足本惟

有日本宽文三年（1663）翻刻本；国内北

京大学图书馆藏元刻本 1 部，原为日人旧

藏 ，卷 三 卷 四 残 缺 ，乃 据 宽 文 翻 刻 本 抄

补。此书世所罕知，杨镰编《元代僧诗全

集》收录，惜未刊行。

《丛 刊》所 收 文 献 及 版 本 可 谓 国 人

“寻找回来的世界”，集珍稀性、系统性、

专业性和美观性于一身，美不胜收。陈

寅恪先生曾提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

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

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是编之

刊布，将罕见古本化身千百，则其嘉惠学

林、推动学术，自非一代也。十多年来，

金程宇以个人之力，凭一己之资，多次往

返中日，遍访各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及

私人藏书室，深入民间厂肆，结交同好友

朋，戮力搜求珍稀汉籍，完全不计利害得

失，只为圆一个“承续古人刻书传统的梦

想”。如今一朝梦圆，个中甘苦，如鱼饮

水 ，冷 暖 自 知 。 前 述 元 释 道 惠 有 诗 云 ：

“十年枕上尘中梦，半夜灯前物外心。”若

只将“尘中”理解为红尘中的奔波劳碌，

二句实可借以描述金程宇多年来孤身广

搜和刻本汉籍的壮举。

《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
寻找回来的典籍

□ 李 贵
近日，《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程

毅中先生《古籍数字化须以古籍整理

为基础》和尹小林先生撰写的《古籍数

字化应以技术为突破口——兼与程毅

中先生商榷》的两篇文章，双方围绕着

电子版《中国历代笔记》出现的一些问

题进行商榷，并就古籍数字化问题分

别阐述了不同的看法。其中，尹小林

先生在其商榷文章中提出了“古籍数

字化的核心是信息技术”的观点。笔

者 作 为 一 个 从 事 古 籍 整 理 出 版 工 作

者，对此实在不敢苟同。

我国古籍文献载体表现形式，从

甲骨、青铜器、简帛到纸，从写刻、手抄

到雕版印刷，科技的进步带动着典籍

载体形式和复制手段的更新。进入纸

本时代后，人们把原来写在简帛或其

他载体上的文献誊写到纸上，在抄写

过程中，笔、墨、纸的质量如何固然重

要，但保证典籍内容的完整、准确才是

最核心的要素；进入雕版印刷时代后，

人们把原本抄写在纸上的文献刻写成

版，印行传世，版、墨、纸的质量固然重

要，但其最核心的要素依然是典籍内

容的完整、准确。

今天，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古籍数字

化成为可能。应该看到，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电子数据化加工

处理，古籍的内容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

变，古籍数字化所面对的仍然是具体文

献内容，古籍数字化工作仍属于古籍整

理和古籍出版范畴。无论古籍数据库

建设在技术上如何先进复杂，都不能以

牺牲典籍文献的完整性、准确性为代

价，更不能损害古籍的文化内涵。

与纸质书籍相比，古籍数据库更

易于检索文献和更正错误，这是数字

化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便利。但绝不能

因其便利，就漠视古籍整理工作及其

基本原则，甚至匆忙推出错误百出的

古籍数据库。须知，古籍数据库的使

用者，并非都是像程毅中先生这样的

专家。对于更多的读者来说，他们既

无可能、也无必要对古籍数据库的文

本内容是否正确进行判断甄别，也做

不到随时关注数据库的更新情况，更

不应该让他们为所用的古籍是否完整

准确操心担心。如果古籍数字化不将

古籍整理及其基本整理原则作为前提

与基础，保证古籍数字化的质量，势必

造成程文所说的“谬种流传，劣本取代

善本”的不堪状况。

古籍整理出版有特殊的专业要求

和很严格的规范标准，其工作难度大、

专业要求高。同样，古籍数字化也是

具有很高要求的专业工作，要求参与

者要有严谨的治学精神、严肃的整理

编辑态度和严格的规范标准。正如程

文所说：“数字化的古籍应该是经过认

真整理的古籍，需要运用目录、版本、

校勘和文字、音韵、历史文献等各方面

知识进行点校，成为现有最好或较好

的版本。”古籍数字化的“核心”应该是

古籍的文化内涵，基础应该是“古籍整

理”。古籍整理的理论方法和方式原

则，以及具体的古籍校勘、考证、训诂

以及标点等操作规范，早已经过千百

年来历代文献学家的研究和实践而被

证明了，并在传承中国古籍中发挥着

无可替代的作用。古籍数字化工作自

应严格遵循，而无需“自定标准，在摸

索中前进”。

目前，我国古籍数字化工作的参

与人员一般是由从事信息技术专业人

员和从事古籍整理专业人员两部分人

组成，既熟悉数字技术又谙熟古籍整

理、古籍编辑的复合型人才几乎没有，

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和操作上的磨合

尚需时日。再加上时下浮躁之风的干

扰，古籍数字化的产品出现一些问题

也是在所难免。但出现问题，借助长

期从事古籍整理、古籍出版专家的智

慧，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多依靠专家的

指导，虚心接受这些专家的批评和指

正，不急于从客观上为古籍数字化过

程出现的问题进行辩解，才能让我们

的古籍数字化发展日渐成熟。这才是

我们今天从事古籍数字化所应有的科

学的态度，更是古籍数字化健康发展

的重要基础。

古籍数字化的核心是文化内涵
□ 马建农

新 书 目新 书 目

《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此书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做出了逻辑梳理。作者认为，从

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1949 年以

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实行新民主主

义、效仿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转向改革开

放。

萧冬连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大国的幻象》
本书辑录了一位新闻人多年行走于美日欧大国时记下的文

字。在行走中，作者屡屡遭遇文化冲突，他发现：美好或邪恶，中

国人看待大国的视角总是略显单一、略带偏见，且往往慵懒地依

循西方的思维路径。大国之幻象，正吞噬国人独立思考、谨慎判

断的能力。

王文著 东方出版社

《民国纪事本末》
以纪事本末的体例，分十二个篇章，以辛亥革命为开端，讲

述了民国的历史史实。书中尽可能采取最简单、明晰的方式，沿

着时间顺序重点展示民国演变的来龙去脉。书中不仅史料详

细，罗列分明，而且某些精当的议论能够比类古今中西，视野开

阔，见解独到。

刘仲敬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走进藏传佛教》
西藏文化之所以让许多人感到神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藏传佛教。雄伟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小昭寺，独树一帜的

活佛转世制度，壁画、塑像、唐卡等佛教艺术，都吸引着海内外人

们的目光。藏学大家王尧先生带你走近藏传佛教，为你讲解藏

传佛教的历史、现状、主要特点和精神内核。

王尧著 中华书局

《女生楼 404》
一部别具特色的部队题材小说，可以称为军事青春文学。某

军校女生楼 404，毛豆、米粒、麦苗、胡璐这四位女学员和她们的

区队长何桃，五个各具性格的女孩子演奏了一曲饶有趣味、生动

活泼的青春变奏曲。她们在不知不觉中成长，在不知不觉中爱

上了身上的军装⋯⋯

吕怡慧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本能：突破瓶颈，改变命运》
作者为著名的探索（Discovery）频道《荒野求生》主持人贝尔·

格里尔斯。贝尔认为：本能是人突破瓶颈、改变命运、实现成功

的重要力量，它往往不为人知，通常只能在危急的情况下才能被

激发出来。如果通过适当的训练，掌握一些关键性原则，本能的

力量就可以随时随地被激发出来。

（英）贝尔·格里尔斯著 刘屈雯曦译 同心出版社

争 鸣争 鸣

据说，在每个犹太人的家里，当小孩

稍微懂事时，家长会在书上涂上蜂蜜然

后让孩子舔，所以犹太小孩从小就对书

有好感，喜欢读书，就像品尝蜂蜜。让我

热爱书籍、迷恋书香的是我的爷爷。

由于家里变故，爷爷只念了两年私

塾，便没有再读书。爷爷说，他很喜欢

读书，尤其喜欢私塾老先生教书时摇头

晃脑的样子，他经常示范给我们看，那

神态和眼神，透露着他内心对书的无限

向往和难以名状的遗憾。他喜欢带着

我们这些孙辈读书，或许，他是希望我

们不要留下同样的遗憾，更或许，他觉

得能读书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情。

20 世纪 80 年代，对于革命老区的一

个小县城来讲，物质生活依然匮乏，填

饱肚子是首要任务。对于父母来说，能

让孩子们吃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极

少有人愿意从已然拮据的收入中，再挤

出闲钱给孩子买书。但我父母坚持宁

愿少吃点，也要给我和哥哥买书。有时

我看见其他玩伴有一些小吃食，还是会

羡慕，爷爷就会说：“吃的东西，吃进肚

子很快就没有了，但是多看书，书里的

东西会永远留在你头脑里。”

长大后妈妈告诉我，一开始她也不

太情愿在买书上花那么多钱，是爷爷坚

持的。爷爷爱吃肉，但主动要求将一周

吃一次肉的频率降为一月一次，还经常

对妈妈说：“就是不吃肉也要买书啊。”

小县城只有一家新华书店，由于常去买

书，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们。每次

在街上碰到，他们都会主动告诉我们，

书店又到了哪些新书。

爷爷爱书出了名，那股疯狂劲有时

让人难以理解。记得有一年夏天天气很

热，为了图凉爽，我和哥哥经常拿着装满

水的脸盆往家里四处乱泼，那些装着书

的箱子自然没能幸免。有一次，爷爷在

整理书箱时，发现很多书都发霉了，平时

从不发脾气的他大声责骂我们：“这箱子

里是书，你们不知道吗？怎么这么不懂

事呢？要爱书，它会给你很多！”

记得我们小时候很时兴打纸牌，男

孩子们喜欢用纸折成三角形或者正方

形的纸牌，然后三五个聚在一起，用自

己的牌打别人的牌，如果打翻了，就算

赢了。这个游戏风靡一时，哥哥自然追

逐其中。要参加游戏，用来折牌的纸就

成为首要问题。于是，哥哥偷偷拿出家

里 的 书 ，撕 下 纸 折 成 很 多 牌 。 他 的 举

动，让爷爷极为恼火，从不赞成体罚的

他，狠狠打了哥哥一记耳光。哥哥嚎啕

大哭：“爷爷更爱书！”

有一次，爸爸同事的孩子来我们家

玩，看到我们家有很多书，看得有点流连

忘返了。爷爷喜欢爱看书的孩子，就把

书借给他带回家看。结果，书又被那个

孩子转借给了别人。就这样几经辗转，

最后都不知道书究竟在谁手里了。为

此，爷爷决定不再外借图书了，但是对于

那些爱看书的小孩，还是心软。于是，他

允许别人在家里看书，但不能拿走。

后来，爷爷索性每个周六日都到我

们县城的公园去摆书摊，让大家免费看

书。这种模式，不正是我们今天流动书

屋的雏形吗？爷爷自然就是“图书管理

员”了。他乐此不疲，坚持了很多年。

在当地，要是聊起那个曾经经常摆书摊

供大家免费看书的老头，很多人都还记

得 清 楚 。 每 次 听 到 时 ，我 都 会 骄 傲 地

说：“那是我爷爷。”

童年时代爷爷留给我的那些与书有

关的回忆，仿佛在我的血液中注入了爱

书因子，让我深悟出版的魔力所在。如

今，身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员，我愿意扎根

出版，让书籍伴我一生。看到书，我脑海

中就想起爷爷对书的痴迷与热爱，耳畔

就回响起爷爷临终时的话：“到哪里，都

别把书扔啰！”这既是对我勤奋读书的督

促，也是对我出版好书的勉励。

爷爷和书的故事
□ 吴 婧

随 笔

《曾熙李瑞清张大千瘗鹤铭雅集》日

前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瘗鹤铭》是古

人为葬鹤所写的铭文，六朝著名的摩崖石

刻，被尊奉为“大字之祖”，是中国书法史

上具有坐标意义的传世名迹。《瘗鹤铭》原

刻于镇江焦山西麓的临江摩崖壁上，因自

然原因山体崩落堕入江中。《曾熙李瑞清

张大千瘗鹤铭雅集》汇首次露面的镇江博

物馆藏一级文物《瘗鹤铭》水前原拓和曾、

李、张三家《瘗鹤铭》临作为一集，同时编

入三者用《瘗鹤铭》书体创作的诸多书法

作品，并编制了原拓和三人临作的书体对

照表，极具艺术特色和研究价值。

《曾熙李瑞清张大千瘗鹤铭雅集》出版

《王士珍传》出版座谈会日前在石家庄

市委党校举行。《王士珍传》由民国史学者

彭秀良撰述，中华书局出版，不仅发掘出了

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而且在研究方

法和研究结论上实现了大胆创新，展现了

独具特色的写作风格。与会专家学者对

《王士珍传》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第一

本真实反映了王士珍历史面目的优秀传记

作品，对于深化北洋军阀史研究和民国史

研究意义重大。祖居河北省正定县的王士

珍曾于 1917—1918 年担任国务总理，与段

祺瑞、冯国璋并称为“北洋三杰”。

《王士珍传》出版座谈会举行

书界动态

《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 凤凰出版社


